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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艾桐 

(成都中医药大学  610075) 

摘要：斑秃是突然发生于头部的无炎症性、局限性脱发。其病因影响因素可能与遗传家族史、免疫功能、微循环障碍、精神等多种因素有

关。在治疗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。本文将从中医外治法的角度，归纳探讨数种中医对斑秃外治疗法的原理、方法及其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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斑秃为累及毛发的突发性、非瘢痕性、慢性炎症性疾病。西医

对斑秃的病因尚不明确，普遍认为斑秃与精神神经因素、内分泌功

能紊乱、自身免疫疾病、遗传与周围环境因素有很大的关联。 

因此斑秃疾病的西医疗法种类繁多且疗效各有参差，中医在斑

秃疾病的治疗方面有巨大潜力，尤其以中医外治疗法最为突出。 

患者一般无自觉症状，偶有头皮轻度麻、痒感，常在中青年发

生，有损容性的特点。斑秃的临床表现为头部大小不等圆形脱发，

严重者可以全秃和普秃。中医称为 “油风”。[1]《诸病源候论》鬼

舐头候记载：“人有风邪在于头，有偏虚处，则发秃落，肌肉枯死，

或如钱大，或如指大，发不生，亦不痒，故谓之鬼舐头”；《外科正

宗》油风记载：“油风，乃血虚不能随气荣养肌肤，故毛发根空，

脱落成片，皮肤光亮，痒如虫行”；《医宗金鉴·外科心法》记载：

“油风毛发干焦脱，皮红光亮痒难堪，毛孔风袭致伤血。”中医认

为本病多因肝肾虚亏，阴血不足，血为气母，血虚气虚，腠理不固，

毛孔开张，风邪乘虚而入，风盛血燥，发失所养则发脱落，另外脾

胃虚弱，气血生化无源，致血虚生风，发失所养；情志不遂，肝郁

血瘀，肌肤失养，也可导致脱发。[2] 

1 中药外用 

周宝宽等认为斑秃的病因有三，一是血热生风，心火偏亢。因

过食辛辣的饮食习惯导致的体内蓄积有热，又遇上情志不畅、郁而

化热，血热生风，以致毛发失养脱落。故而自主研发凉血息风生发

汤，以清热凉血、养阴息风、宁心安神。二是气血两亏，复感风邪。

发为血之余，因气血两亏，毛发缺少生化之源，又遇风邪外袭，郁

闭肌表，不能宣发经气。故而治以益气养血、驱风生发，作益气养

血生发汤和养血活血生发散。三为肝郁气滞、痰瘀互结。患者因情

志不畅，肝气郁结，导致疏泄失常，气滞血瘀；又因脾气虚弱，内

生痰湿，痰瘀互结，毛发失养。治以疏肝理气、活血化瘀、养血生

发，故而用疏肝化癖生发汤。周宝宽等在治疗的过程中尤为注重养

血与化癖。其凉血常用侧柏叶，养血常用当归、龙眼肉、何首乌、

熟地黄，活血化癖常用三七、桃仁、红花、丹参、鸡血藤，破血散

结选用三棱、莪术，搜风通络常用蜈蚣、全蝎。[3] 

方法为将药物切碎置玻璃瓶中，用 300～500ｍＬ75%酒精浸泡

10 天，药液外搽患处。或水煎取药液擦洗头皮，用以止痒和延缓头

发脱落。此外，还有许多单药外用，如桑树皮、黑芝麻秆、辣椒、

生姜等。［4］ 

刁本恕以“发为血之余”为指导理论，从头发失于濡养为出发

点，按照肝肾阴亏、气血不足、血瘀发窍三方病因为主，选用具有

生精补血作用、滋养肝肾、濡润毛发作用的墨旱莲、女贞子、生地

黄、何首乌，具有除湿止痒作用的侧柏叶、滋补肝肾作用的补骨脂，

辅以温经活血作用的白酒、辛温散风寒作用的生姜，制成洗剂和酊

剂，外用擦拭于患处。[5] 

潘万喜提出以洋七味煎剂泡洗治疗斑秃。潘万喜以血热上蕴和

虫蚀为病因指导，主以洋金花与玄参、菊花、黄柏，清解血热、解

毒驱虫。[6] 

杨通神以侗药治疗斑秃，杨通神运用侗族民族医药及民间特效

疗法，配以梅花针扣刺。[7] 

2 针灸 

针灸疗法是中医斑秃外治法中最为普遍和有效的方法，且种类

繁多，有毫针、梅花针、火针、皮肤针、七星针、耳穴、艾灸、线

香灸等疗法，可以研究的范围广泛，与单纯使用中药或西药对比起

来，其副作用更小、病人接受程度更好、起效快速，配合中医理论、

穴位配伍的辨证论治，起到局部与整体并重的治疗作用。 

2.1 毫针 

邓铁涛运用毫针平压挑刺疗法，先以毫针平压患处皮肤，再一

起挑刺提起，使得病人皮部被轻微提起，并依次进行往返操作，配

合以白兰地酒擦拭全头和脚。采用毫针针刺治疗斑秃。毫针治疗斑

秃，一般选择阿是穴、双侧三阴交、百会、太渊、太冲、膈腧、内

关、安眠等穴位，辅以病证特点加以穴位。阿是穴的特点是疏通局

部气血、可促进患处的毛发生长；足太阳膀胱经和督脉交于百会穴，

为诸阳之会，叩刺此处可刺激阳气发生、鼓舞阳气，促进毛发生长；

太渊穴为肺的原穴，因“肺主皮毛”，故而皮部之病，可用太渊，

而膈腧为血会，两穴相互配伍合参、采用补法则可补气养血，采用

泄法则可活血化瘀。[8] 

关坚以“治风先治血，血行风自灭”为理论指导，采用毫针针

刺百会、风池、膈腧穴养血除风。[9] 

2.2 梅花针 
饞梅花针来源于《黄帝内经》九针中的 针、五星针，各朝各代

的医家又对其进行发展创新，从而研发出来的独特针具，属于丛针

浅刺法。如《灵枢·官针》所述: “半刺者，浅内而疾发针，无针

伤肉，如拔毛状。”记载了梅花针叩刺疗法的独特特点，其作用于

患处皮肤和穴位，使患处皮肤潮红、轻度出血，而不伤筋骨肌肉。

梅花针扣刺是中医传统疗法之一，通过叩刺患处皮肤以祛风通络、

活血行气、化瘀散结，达到生新的作用。同时也可以刺激机体的再

生免疫功能，活跃神经组织，刺激皮损部位，操作简单且价格低廉。 

在梅花针治疗斑秃的运用方面，各个医家将其与现代医学或其

他外治手法相结合，开创性地发展在梅花针在现代的新运用。 

夏飞等使用梅花针联合醋酸曲安奈德注射液皮损内封闭，利用

醋酸曲安奈德德抗炎及抗过敏特性，缓解梅花针叩刺造成的局部充

血和体液外渗等不良作用。同时服用同样具有抗炎和抗过敏、免疫

调节作用的复方甘草酸苷片口服治疗。[10] 

李卓等采用斑秃治疗的三联疗法，以梅花针叩刺配以高能窄谱

640nm 红光生发仪照射和 2%米诺地尔溶液外用。高能窄谱 640nm

红光生发仪照射可以产生高效的光化学反应，通过刺激患处的细胞

功能，促进毛发的恢复和再生。2%米诺地尔溶液作为周围血管扩

张剂，可以促进周围毛细血管的微循环，加强患处的供血和营养，

促进毛发恢复和再生。三者配伍比一般的二联疗法疗效更为显著。
[11] 

马力颖等将梅花针与摩法进行结合，先以摩法在患处中心顺时

针环形摩动，使头皮温热微红为宜，再以梅花针叩刺至点状出血。
[12] 

2.3 火针 
莝火针最先见于《黄帝内经》，具有祛邪外出、去菀陈 、温通

经络的作用。火针针刺作用于腧穴或患处，使得火热之力直达体内，

鼓舞激发阳气、开通腠理，以热引热，迫使体内的火热毒邪从放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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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毛孔外出，达到治病祛邪之目的。火针治疗斑秃，既可以祛热除

瘀、祛除有形实邪，又可以鼓舞阳气、温阳补气，加快患处毛发的

生长。同时火针可使毛囊周围小血管数目、毛囊细胞分裂活动增加，

恢复毛囊功能，促进毛发再生。[13] 

2.4 穴位注射 

选百会、阿是穴、上星、曲池、头围、足三里、风池、合谷等

穴位，先以毫针针刺，针感得气之后从选定穴位或皮肤患处边缘向

中心区平刺，注射得宝松０．２ｍＬ，总量１ｍＬ，２周１次。也

可注入维生素 B12 注射液 0.5ml、或磷酸腺苷 0.5ml。 

2.5 耳穴 

取肺、肾、交感３处耳穴，常规消毒，探刺得气，留针 20-30min，

每隔 5-10min 捻转１次，隔日１次。 

2.6 灸法 

灸法治疗斑秃运用广泛，灸法能提高患处皮肤温度、改善毛细

血管的微循环，促进毛囊营养吸收，使缺失毛发的患处加强再生。

患处可采取隔姜灸疗法，以灸至皮肤红晕、微微发烫为度。或采取

艾条灸阿是穴、百会、血海、足三里穴等。关坚以“肾之合骨也，

其荣发也”为理论指导，以艾灸灸足少阴肾经的涌泉一穴，也取得

了较好的疗效。[9] 

2.7 线香灸法 

线香疗法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预防保健中心所研发出

的特色治疗斑秃技术。该法以线头处的炭火星点按穴位，以中医经

典的皮肤首先受邪理论为理论核心。如《黄帝内经》所说：“百病

始生，先于皮毛”，“邪客于皮则腠理开，开则邪入客于络脉”，以

皮肤作为治疗疾病的首要治疗目标。并且皮肤作为抵御外邪的第一

门户，卫气行于其间，发挥驱邪于外、稳固肌表的功能，也是治疗

斑秃疾病的关键。《内外伤辨惑论·辨阴证阳证》曰: “卫者……卫

护周身，在于皮毛之间也”，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曰: “善治者，

治皮毛”。同时该法以火为引，目的是通畅人体的火路与通路，以

火温热患处，以活血化瘀、温经通络，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。[14] 

2.8 其它 

还有皮肤针、七星针、电针等多种治疗手法。 

3 中西医结合疗法 

3.1 光化疗法 

戴光辉等采用内服中药生发汤配合局部治疗斑秃的光化疗法。

是一种独特的中西医结合疗法，中药方中的白芷、防风与光化疗法

搭配，在发挥中药本身性味治疗作用的同时，作为光敏感剂辅助于

光化疗法，加强了光化疗法的作用，使局部组织的细胞活力获得提

升，促进患处皮肤的微循环血管，加强愈合作用。[15] 

3.2 免疫调节剂疗法 

斑秃被认为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，汤一鸣等使用按照相对浓

度调配时有刺激毛发局部生长作用的免疫调节剂，即 0.2%盐酸氮

芥酒精溶液作用于患处。 

4 其它疗法 

4.1 音乐疗法 

音乐疗法是将中国传统医学中阴阳五行、天地人合一的理论与

现代音乐疗法理论相结合的创新性心理疗法，不仅可以改善疾病本

身的症状，也可以调节心理状态。 

中医传统理论认为，天地之间可以划分五行，五行对应五季、

五化、五音，同时也对应人体的五脏，通过干预五行，可以整体调

节人体的气血阴阳、情志思绪、脏腑运行。中医古籍有“天布五行 

(木火土金水), 生五音(角徵宫商羽)”的理论。《灵枢.邪客》也提出：

“天有五音,人有五脏;天有六律,人有六腑。此人之与天地相应也”，

并以此为基础，提出了中医特色五行音乐疗法，即“宫动脾、商动
徴肺、角动肝、 动心、羽动肾”的五音疗法.[16] 

左英奇等对 40 例斑秃患者进行常规的斑秃治疗，同时控制一

定的时间和音量，进行聆听石峰创作的《中国传统五行音乐》中的

宫调、角调、羽调。该乐曲是基于中医五行音乐理论进行创作的。
[17] 

实验表明，音乐疗法对斑秃的临床治疗以及针对患者抑郁状态

的改善，都相比单纯使用斑秃常规治疗更有效。且操作简单，效果

突出，使用便利，价格低廉。 

但中医五行音乐疗法作为当下研究较浅的领域，且具有个性化

的音乐偏好，在实际的临床治疗中，应该考虑到患者自身的个性、

文化素质与音乐修养来进行选择。 

4.2 心理疗法 

中医自古以来就有情志内伤致病的理论源流，《黄帝内经》在

《举痛论》中首次提出“百病生于气。”且将致病之气分为九种，“怒

则气上，喜则气缓，悲则气消，恐则气下，寒则气收，炅则气泄，

惊则气乱，劳则气耗，思则气结。”其中属于情志内伤之气的包括

喜、怒、悲、恐、惊、思。[18] 

中医普遍认为，斑秃的病因主要可以分为肝肾不足、气血亏虚、

气滞血瘀三个类型。情绪变化和肝的疏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，而肝

主又藏血，发为血之余。肝的功能失调，则会导致血不能上荣于毛

发，致使毛枯发减，致使斑秃。而肝肾不足又可与肝郁气滞互为因

果，情志不畅则可导致肝气郁结，肝气郁结致使肝失疏泄、肝肾不

足，最终发落成秃。同时斑秃发病年龄又多在中青年，此时人体血

热内盛，易心情燥郁，郁而化火，火热生风，最终导致风动发落。 

情志因素不但体现在斑秃的发病，也可在患病之后，因为病情

因素而导致加重，从而影响疾病的治疗与预后。 

已经发生斑秃的患者，会因为过度担忧病情，而将精神过度集

中到疾病之上，对疾病产生畏惧心理，时常担心疾病的治愈及其对

生活、工作的影响，甚至产生紧张、恐惧等情绪，导致斑秃加重。 

鲍作臣等采用中医心理疗法治疗斑秃，从四个方面入手，分别

是转移注意、劝说开导、暗示开疑和顺情从欲。提出要治疗斑秃，

需要根据患者的个性，让斑秃患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，例

如运动、旅游、垂钓等，让病人的抑郁情绪得到疏通排解，从而减

少情志问题对斑秃病情的加重。此外，作为医生，还应该使用语言

交谈方式对病人进行劝说开导，提高病人面对疾病的信心、解除患

者的顾虑，加强患者对医生的信任，更好地配合治疗。暗示疗法则

是使用间接方式，在无形之中对病人的心理产生影响，通过设计场

景、语言暗示、神情暗示等方法，让患者相信疾病治疗的光明前景、

从而坚定对医生的信心。最后还需要顺从患者自身的意愿、使患者

的身心诉求得到良好的满足，其中家庭的支持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[19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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